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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

文化地域差异不是问题

问：《大魔术师》背景放在北
京，这跟你原来拍的片子完全不
一样，但对你来说地域差异反而
不需要去适应？

尔冬升：完全不会，小时候在
香港，我记得我父亲买那种两个
盘的录音带，我很小的时候他在
家里就放京剧，所以我们的长辈
基本上都是说普通话。兄弟之间
才说广东话，所以对北方的文化，
我是没问题的。拍的时候那就不
同了，还是要问的，我不是真正在
北京长大，印象里都有些忘了，包
括对白上的词句呀，还需要找人
问。但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点。

问：问谁？
尔冬升：问我们的配音导演。

比方戏里面牵扯到有
两段数来宝的一些
(片断)，我希望把那

个背景放在北京，这也牵扯到一
个问题，整个中国那么大，电影如
果在广东、上海或者海外上的时
候，你要让它有一个地区的文化
感觉，数来宝我们就要找专家了，
我说我要一段什么样的东西，他
就帮我编，以前李翰祥导演那些
戏里面都有数来宝。有说书的情
节也要找一些专家，我想，只是几
句而已，就要找他们把那些词来
套我们的(剧情)，然后叫他们唱
给我听，这些在香港找不到，必须
在北京找。

问：像这种文化地域很强的
元素，在原著里面也会提到，但毕
竟它也不仅是面向北方观众的电
影，对背景相关的元素怎么取舍，

还有哪些东西需要强化？
尔冬升：其实也不会想太多，

但因为那个小说我们改编过程很
长，我看了小说之后觉得有趣，其
实我对魔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
是我看完那个小说觉得很新鲜，
我相信观众也会觉得很新鲜的，
我才开始去了解魔术。把整个戏
拍出很老北京的感觉不是我最主
要的目的，它并不是《茶馆》，没有
空间给你做的。其实基本上我想
把它整个虚掉的，既然我拍一个
比较大众、商业的戏，就要躲开所
有的麻烦，要简化。我们送审的时
候可能有二三十个点是要修改
的，我一下就把它全部改掉。比方
说有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姓氏的
那种，大家也怕麻烦。我们没有一
个很确实的年代，1906年？1916
年？都可以。当时谁是总统？你要
是有那个姓，就有一个联想，我不
知道哪儿会冒几个后人出来。

“最难拍的不是魔术是人的性格”

问：小说让你产生怎样的兴
趣？

尔冬升：我的兴趣是我怎
样把它拍出来，并不是我个人
(喜欢魔术)，我很奇怪，看魔术
的时候我可以猜得出他怎么做
的。我不知道他实际上怎么样，
但我知道基本上的原理应该是
这样，其实跟拍电影很像的，你

知道吗？
问：你过去的电影并不会去

特别渲染视觉效果，但《大魔术
师》里有奇幻的元素，会更强化
视觉上的包装吗？

尔冬升：这个戏有很多元素
在里面的，所以那个平衡是最困
难的。魔术是一个部分，它是梁朝
伟的背景，他需要有些地方要表

演出来，达到一些喜剧
效果。它又有三角关系
在里面，其实对我来讲
最难的是那几个人的
性格，并不是魔术。
魔术有专家就可
以 ，我 们 只 要
去选择怎么样
表现出来。

喜剧那条线是很难拿捏的

问：喜剧的元素呢？小说并没
有那么娱乐。

尔冬升：不太一样，因为它是
所谓的那种正剧的写法。我们花
了几个月时间，通常这些不熟悉
的我都找人一起合作，过去那几
部也是。编剧是陈天南跟刘浩良，

《十月围城》、《投名状》都是刘起
的稿。他写了一个很好的分场，把
所有原来小说里面不足的东西都
填补了，比如所有人物的性格，但
是那个太沉重了。我到现在还放
在电脑里面。我认为如果放在春
节上不太合适，我跟他们很郑重
地开了会，说希望这个戏娱乐性
丰富，不知道能不能达到那个目
标，所以我们把整个故事重新再
弄一次，把人物的性格都改过。

问：现在大家都说《大魔术师》
拍成喜剧是出于市场上的考量，实
际上跟你个人的意愿有关吗？

尔冬升：在弄剧本的过程中我

已经第一次来看景，我基本上都有
去每个城市的地铁，下班的时候我
去试试看。因为我拍写实片必须在
这个地方找灵感，我觉得北京跟香
港和东京的地铁比，老百姓下班的
时候压力比香港还大，我看那个神
情，当然也可能车比较堵，住得比
较远。那个很疲累的感觉，跟东京
是一模一样的。

反正喜剧那条线是很难拿捏
的，一不小心它就会夸张或者太
滑稽，会让你的手法显得很低。在
喜剧里，如果你觉得是高级的话，
演员的表现方面是很重要的。当
然我有伟仔跟刘青云他们这些高
手支持。刘青云演得很好，你知道
他很幽默，但不会是很闹的那种。
我只要自己小心，对白不要雷人
就可以了。

问：刘青云也说，他刚拿到剧
本的时候看不出来这是喜剧，所
以是在开拍后才调整成喜剧的

吗？
尔冬升：不

是不是，我已经决
定了。他看的时候
大概是开拍之前起
码两个月了，所以看
不出来。后来我们一
直都在研讨。反而是伟
仔拿捏不准，因为他那
边拍完《一代宗师》就过
来了，我觉得他之前的
戏一直让他完全往内收
进去了，从《赤壁》开始就
是，基本上我就没见他笑
过。我觉得他第一个礼拜
来完全没有进入状态，然
后他提早到了现场，还没拍
他的时候就已经来了。他也
尽快跟我聊天，当刘青云和周
迅出现的时候他整个状态就回
来了，所以他越拍越开心。

(网娱)

尔冬升：

我可以不卖钱
但不拍烂片

做了25年导演，尔冬升的
作品几乎没跳出过香港，2012
年1月12日上映的新作《大魔
术师》却穿越到百年前的北
平。从小听着父亲在家放京
剧、在片场说着普通话的尔
冬升和这部电影之间本来就
有着渊源，那些过去甚少在
他电影里出现的元素也不是
为了挑战自己的底线而来。

在电影动辄以“超越”、
“颠覆”为卖点的时候，他在
观察并躲过不少人因为头脑
发热掉进的陷阱，但他不承
认自己是保守的人：“我找不
到一个方法就很没兴趣，你
必须要找到一些让自己很有
热情的东西。”但归根结底，
或许还是他自己的一句话更
适用：“我可以不卖钱，没有
问题，但我不会拍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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